
让孩子远离饮酒，就是远离伤害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通过这件事，我们当然要避免盲目饮用自制药酒，但更应该
思考的是，未成年人的饮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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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晚报，嵩县一家长用曼陀罗花泡酒外敷，
治疗跌打损伤和腰腿疼，不料被孩子拿到学校当

“补酒”与同学一起喝了。结果，几名学生中毒被
送进医院。

医生介绍，中毒最深的是一名11岁的男孩，
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意识不清，瞳孔散大；另外两
名12岁男孩的情况稍好些，但也有头晕、烦躁、
四肢发麻等症状。

从表面上看，药酒变毒酒，源于孩子不知情，
可如果这瓶酒真的是香醇佳酿呢？孩子们就可
以把酒言欢了吗？通过这件事，我们当然要避免
盲目饮用自制药酒，但更应该思考的是，未成年
人的饮酒问题。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应当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
酒、流浪、沉迷网络以及赌博、吸毒、卖淫等行
为。”可长期以来，社会对未成年人饮酒多抱以宽
容态度，结果造成未成年人饮酒率逐渐升高。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曾在6个城
市开展青少年饮酒状况调查，结果发现，我国12
岁以上中学生的曾饮酒率超过 51%，酗酒率为
3%，醉酒率为15%。

家长疏于监管教育是造成未成年人饮酒的

重要原因之一。相比于吸烟，孩子喝酒，家长往
往不当回事，有的还喜欢逗孩子喝酒：拿筷子蘸
点儿酒，让孩子舔一舔以示慈爱；孩子辣得吐舌
头，家长还觉得很好玩，这样的画面，似乎并不
陌生。还有些家长认为，孩子能喝酒是长大、豪
爽的象征。

未成年人饮酒对脏器、记忆功能、反应能力
和注意力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要像禁
烟一样，禁止未成年人饮酒。除了通过法律手
段，规定合法的饮酒年龄，禁止商家把酒卖给未
成年人等，关键是家长要当好监督者，别让孩子
过早地接触酒，自己也尽量少在孩子面前喝酒，
不逗孩子喝酒。让孩子远离饮酒，是对他们的健
康和未来负责。

看晚报，我市长途客运实名购票系统已经正式上线，今
后再去洛阳汽车站、锦远汽车站乘坐跨省、跨市长途客车，必
须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

坐飞机、火车等需要实名购票，如今坐长途客运汽车，也
要实名购票。对此新规，有经营者担心降低客流量，影响运
输效益；有乘客认为新规让出行更繁琐，没有必要。

长途客运实名制并非突如其来，其实早已酝酿。让常态
化的实名制为出行加把“安全锁”，使乘客享受由此构建的安
全感和公平性，是大势所趋，并非多此一举。

站在道路交通安全角度想，长途客运实名制能降低事故
率和犯罪率。在之前乘飞机、火车等交通工具实行实名制的
背景下，客运往往易成为身份有问题者出行的“救命稻草”，
而私人运营、随意乘车等看似便捷畅通的出行模式，实则对
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

好的政策重在落实。为防新规虚置，运输部门要加大对
客运汽车的监管力度，通过行车记录仪、车载摄像头等设备
监督客车的运营行为，一旦发现违规现象，严惩相关责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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